
■ 胡杨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见到两个外甥女
苗苗和丛丛，她们打扮得好漂亮。“姑姑，我们
化妆了。”6岁的丛丛说。“姑姑，你有什么化妆
品？”8岁的苗苗问。当时我脑子里就在想：弟
媳平时不怎么化妆，小小的她们是怎么“爱上
化妆”的？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单位看到同事买了
一堆面膜，她可是从来不化妆、敷面膜的，一问
才知她是给12岁女儿买的。“小女孩为啥还要
用面膜？”我问。同事郁闷地说：“都是儿童美
妆博主闹的，你不给买，她自己也买，还不如我
给她买点质量好的。”

救救孩子，“低龄美妆风”堪忧

这两年，“低龄美妆风”呈现出逐渐蔓延之
势。“打开化妆盒，先用气垫化底妆，这款是象牙
白，上脸很自然；再用美妆刷涂腮红，别忘在鼻
尖也涂一点，看起来更可爱哦。”本以为这是一
位熟练的美妆博主在教化妆，然而画面中却是
一个稚气未脱的5岁女孩，用清脆的童声说：“幼
儿园小朋友都在用啊！”“快让妈妈给你买吧！”

近年来，一些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一批打
着“全网最小美妆博主”等噱头的少儿“网红”，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
是江南布衣童装之“怪现象”。9月23日，在
江南布衣童装因不当图案引发质疑后，又有网
友质疑其旗下童装品牌宣传图中部分童模造
型和摄影风格已“超过了童真童趣的范畴”，存
在“性暗示”，甚至有“恋童癖”倾向。

这真的是细思极恐，试问这些充满阴暗、
血腥、暴力甚至是性暗示的童装到底是如何设
计出来的？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售卖？
这会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带来怎样的不良影
响和身心伤害？看到这些，我不由想起鲁迅先
生“救救孩子”的呐喊。

让孩子拥有发现生活之美的能力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一直在下雨，10月7

日终于放晴了，当天我正骑行在小沙河边上，
到处能看到年轻父母带着、抱着孩子晒太阳
的暖景。在水边、田野玩耍的小男孩，在树林
里搭帐篷、睡吊床、捉蜻蜓的小女孩……河山
大好，一派祥和。那一刻我发微信道：“儿子
小时候我们经常来小沙河，他的‘课外班’都
是在大自然中上的，接触大自然才是最好的
补课。”

记得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在《森林中的
最后一个孩子》一书中，用“大自然缺失症”一
词描绘现代社会的孩子们——孩子们处在物
质丰富的时代，与大自然的联系却越来越缺
乏。而自然环境中活动的减少也是儿童肥
胖、注意力紊乱、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原因。儿
童心理神经学研究者认为，在自然实景中多
感官协作学习，是促进儿童大脑发育的重要
手段。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亩良田，应该“种桃
种李种春风”。作为父母，我们要筑好防护“竹
篱笆”，警惕形形色色的毒草、歪风腐蚀侵扰孩
子的纯真心灵；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孩子正确的
审美，加强儿童美育教育。未成年孩子尤其是
学龄前儿童，在审美认知上几乎是一张白纸，
其好奇心、模仿性极强，很容易把美的全部内
涵简单理解为妆容打扮之美，进而形成消费攀
比心理，也很容易接受外部不良信息的刺激，
从而危害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理想的美育应该是一种‘自然美育’，应
该注重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怀，让学生亲和
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朱永新先生在《理想
的美育》一文中把“自然美育”放在了首位。的
确，带孩子走进大自然，去感受、倾听、嗅闻
……美育，不仅能让孩子从小感受万物之美，
有好的品位和眼光，更能为他们提供抵御恶
俗、面对人生险滩的勇气。

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美育应该渗透于孩子的日常生
活之中，是一种活得更有趣、更自信、更舒适、
更幸福的生活方式。“仔细观察，记下你所看到
的一切，设法把美变成需要，把需要变成美。”
当孩子拥有发现生活之美的眼光，拥有热爱生
活之美的能力，就等于拥有了幸福人生。

“低龄美妆风”影响孩子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并助长攀比心理，也意味着物化女性、容貌焦虑等
倾向过早传递到儿童身上。因此，当下需要“从娃娃抓起”的不是美妆，而是美育。无论是家庭还
是幼儿园、学校，都应加强审美教育，从小培养少儿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孩子崇尚自然美、
书香美、心灵美。

■ 五瓣花

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说过：“诗意
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
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其实，关于美的教育不
是一句大话，也不完全是去博物馆、艺术馆了解足
够多的艺术家或是艺术作品，而是应在孩子童年时
父母力所能及地带他们去接触大自然，在文学作品
中感受美、自由抒发情感。

尽早给孩子一些美的教育，家长可以从身边的
一切入手。在我儿子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河边
看蝌蚪、小鱼，去野外搭帐篷。小孩子对周围一切
都充满好奇，放手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玩耍，在玩
耍中孩子自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秩序，并拥
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记得儿子10岁时，有一次我们娘俩去看电影，
出来时下大雨打不到车走路回家，那一晚他非但没
有抱怨，还惊讶地发现雨点从路灯光影下滴落在地
上的小水凼里，“真的太美了”；上初中时，清晨看到
日出、傍晚看到雨后彩虹，儿子都会及时拍下美景；
高三集训画画到深夜，他和同学们可以举着几只冰
棍苦中作乐、“快乐干杯”……

所以我相信在大自然中“放养”的孩子，并不需
要担心他长大后只会想过躺平、安闲的人生。环境
自由给他最大限度的自主，当他长大时会自我负
责，不会成为“妈宝男。”这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
育。因为美，首先会承认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自
由的、值得欣赏的，而不是禁锢的、束缚的。唯有这
样，独立、自由、自信才会变成孩子们的隐形基因。

我唯一给儿子报的课外班是美术，就想让他天马行空地画
画。作为成年人，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倾听、欣赏，而不是去设
限、指责与纠正。这个时候，我们要蹲下去，回到我们的童年。

我在教孩子们写作时，也不会要求他们字数，不给他们过多
要求，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去自由表达。一个在小时候能够自由
表达的小孩，他们也会在青春期与家长有顺畅的沟通；从小得到
尊重的孩子，自然会建立起充分自信，更懂得独立做主。

我始终相信一个内心充满善意、装满美感的人，他必定会热
爱祖国，尊重长者，善待自然。所有的善心与正义，皆是因为珍惜
美。当孩子们柔软温润的内心一直被呵护、被理解，一直拥有美
的感受，他们必将会——苦难中葆有蓬勃，困境中葆有勇敢，喧嚣
中保持内心清明。如此，他们长大便会成为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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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想

据考拉海购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
儿童彩妆消费比2019年增长了300%，“85
后”妈妈成为主动给孩子购买化妆品的主
力军。而近来在小红书、B站、好看视频、
快手等一些网络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一批
打着“全网最小美妆博主”“跟着萌娃学化
妆”等噱头的少儿“网红”，她们教化妆、试
产品、直播带货，用孩子的面孔说着大人
的话，一副出入社交场合的大人模样，与
小小的年纪格格不入。

少儿美妆博主的走红，其背后是近
年来美妆低龄化的趋势。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少儿亦莫能外。但本该天真烂
漫的少儿涂脂抹粉当起美妆博主，以及

“化妆要从娃娃抓起”的这股歪风，不得
不让人产生担忧。让孩子在小小年龄就
具备比美之心和容貌焦虑合适吗？孩子
们真正应该拥抱的难道不是童年的质朴
无邪和最清纯、最自然的自己？

首先，不合格儿童化妆品会危害孩
子的身体健康。医学专家表示，市面上
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并非专为儿童开
发设计，许多甚至将成人化妆品包装成
儿童玩具引诱孩子购买。不少彩妆含有
大量人工合成的色素和粉剂类成分，会

给儿童敏感皮肤带来负担，有些品质低
劣的产品还存在重金属元素超标、激素
含量过高等问题，易造成儿童过敏和呼
吸系统损伤等。

其次，“低龄美妆风”影响孩子形成健
康的审美观，并助长攀比心理。“美”是多
元的，妆容之美只是其中一种，但少儿缺
乏辨别力又正处在好奇心、模仿心强烈阶
段，很容易沉迷其中形成不正确的审美认
知。“过早让孩子接触化妆，不会让孩子建
立对‘美’的正确认识，一些孩子的审美观
会变得非常单一，还会使其忽视对心灵、
智慧上以及自然美和多元美的追求。”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认为，美妆风潮低龄化也意味着物化女
性、容貌焦虑等倾向过早传递到儿童身
上。此外，在博主“身边小朋友都在用”等
营销话术下，孩子们还容易陷入消费攀比
的陷阱，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第三，少儿沉迷化妆还会耗费大量
精力，挤占学习和运动时间，甚至催生对
自己的“容貌焦虑”。更恶劣的是，部分
少儿美妆视频还传递出一些软色情信
息，少儿被成人“物化”推到台前“吸睛”，
图的是流量和利益。而且，这些少儿美
妆博主这么小就有了“来钱快”的亲身经
历，是否会让他们养成不用付出多少劳

动就能挣钱的错误意识？
事实上，儿童代言美妆产品行为本身

就已涉嫌违法。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不
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
代言人；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介
上不得发布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酒类、美容广告。中央网信办
日前也发布新规，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
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
为，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打赏行为，防止炫
富拜金、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现象对
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导向。

因此，当下需要“从娃娃抓起”的不
是美妆，而是美育。家长首先应尽到监
护责任，父母应认识到过早让孩子接触
化妆，对孩子建立美的正确认识并无帮
助。此外，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学
校，都应加强审美教育，从小培养少儿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孩子崇尚自然
美、书香美、心灵美，在孩子的世界观、价
值观、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不能在孩子
的世界抹上一层利益的脂粉。而主管部
门也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各网络平台也
要加强检查和引导，清理不合法儿童代
言广告，狠狠“刹一刹”这股儿童美妆博
主歪风，不要再在孩子的五官上“化”走
审美观、“化”走最美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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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娃娃抓起的不是美妆，应是美育

“刚过完5岁生日，化

个纯欲蜜桃妆。”当这句话

从一个长相稚嫩却装扮成

熟的小女孩口中说出时，

你的第一反应是可爱还是

不适？我想大多数人的反

应是后者。

近年来一批以美妆为

噱头的少儿“网红”纷纷出

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

于少儿化妆的图文视频也

不在少数。小小博主们一

面向网友展示化妆技能，

一面给化妆品做宣传介

绍，画风中夹杂物欲和攀

比。这种风潮不仅会危害

儿童身体健康，也不利于

儿童形成健康的审美，反

而容易激起攀比心理和容

貌焦虑，是一股必须抵制、

坚决禁止的歪风。

面对此种乱象，我们

一方面呼吁相关部门加强

监管整治；同时作为家长

也要筑好防护“竹篱笆”，

警惕这些毒草、歪风腐蚀

孩子的纯真心灵。更为重

要的还是应对孩子加强审

美教育，从小培养儿童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

孩子崇尚自然美、书香美、

心灵美。朱永新先生说：

“理想的美育应该是一种

‘自然美育’，应该注重培

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怀，

让学生亲和自然，与自然

和谐相处。”“双减”之下，

应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

走进文学和艺术花园，去

感受、倾听、嗅闻、阅读

……美育，不仅能让孩子

知道什么是美，懂得发现

美、感受美、表达美，更能

为他们提供抵御恶俗、面

对人生险滩的勇气。

每个孩子都是一亩良

田，“种桃种李种春风”。

与大自然携手的童年，才

是孩子一生的财富。“仔细

观察，记下你所看到的一

切，设法把美变成需要，把

需要变成美。”美育也应该

渗透于孩子生活的点点滴

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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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育自然美育，，才是父母最应给孩子补的课才是父母最应给孩子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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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美育应该是一种“自然美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怀，
让学生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每个孩子都是一亩良田，应该“种桃种李
种春风”。当孩子拥有发现生活之美的眼光，拥有热爱生活之美的能力，就等
于拥有了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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